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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着重分析了 ２０１７ 年度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数量及地

理学学科“研究方向”和“关键词”的使用情况ꎬ指出了申请过程中暴露的问题ꎻ总结了 ２０１６ 年底结

题项目完成情况以及主要学科方向取得的研究进展ꎮ
关　 键　 词:评审资助ꎻ地理学学科研究方向ꎻ地理学学科关键词ꎻ成果统计

中图分类号:Ｐ４　 　 　 文献标志码: 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８１６６(２０１７)１２￣１３１９￣１３

　 　 本文分析了 ２０１７ 年度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及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等的申请情况ꎬ总结了

２０１６ 年底结题项目的完成情况ꎬ分析提出了 ２０１６
年度主要学科方向取得的研究进展ꎮ

１　 ２０１７ 年项目申请及受理情况

１.１　 申请项目数量及其变化分析

地球科学部一处 ２０１７ 年接收申请面上项目２ ３８３
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 ２５６ 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５８９
项(表 １)ꎻ重点项目 ９４ 项(其中重点领域 ６“地表环境

变化过程及其效应”５５ 项ꎬ领域 ７“土、水资源演变与可

持续利用”３９ 项ꎮ “十三五”的重点项目调整了领域名

称和管理方式ꎬ地理学科负责上述 ２ 个领域的重点项

目管理)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９７ 项ꎻ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 １５４ 项ꎮ 经过初审ꎬ上述项目中有 １９７ 项

不予受理(其中 １ 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在不予受理复

审后予以重新指派)ꎬ其余 ５ ３７６ 项接受同行评议ꎮ 在

不予受理项目中ꎬ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

科学基金项目合计 １９５ 项ꎬ占 ９９.０％ꎮ

２０１７ 年申报 Ｄ０１ 学科代码分布在其他重点项

目领域的重点项目共 ６４ 项(其中重点领域 １ “地球

观测与信息提取的新理论、技术和方法”２１ 项、领域

４“地球环境演化与生命过程”１ 项、领域 ８ “地球关

键带过程与功能”１０ 项、领域 １１“全球环境变化与

地球圈层相互作用”１１ 项、领域 １２“人类活动对环

境和灾害的影响”２１ 项)ꎻ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

基金项目 １２ 项ꎻ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 ５ 项ꎻ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１２６ 项(重点国际合作

研究项目 ２１ 项、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 ９２ 项、外国青

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１３ 项)ꎻ联合基金项目 １３２ 项

(河南联合基金 １０２ 项、新疆联合基金 １８ 项、云南联

合基金 １０ 项、广东联合基金 ２ 项)ꎻ国家重大科研仪

器研制项目 ９ 项ꎮ 按照要求ꎬ科学处向学部推荐了

上述项目的同行评议或会议评审专家ꎮ
２０１７ 年地球科学部一处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

金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３ 类项目申请数量较 ２０１６
年增加 ２８８ 项ꎬ增长率为 ５.８３％ꎮ 其中ꎬ面上项目增

长率为 ５.９６％ꎬ与 ２０１６ 年的申请项目增长率相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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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加快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增加 ４.１６％(表 ２)ꎬ为
历史最高水平ꎮ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申请 数 量 平 均 相 当 于 面 上 项 目 申 请 数 量 的

１００.８７％ꎬ占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

学基金项目 ３ 类申请数量的 ４４.５２％(表 ３)ꎮ
　 　 从地球科学部一处分支学科和主要研究领域看

表 １　 地球科学部一处 ２０１７ 年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数量(单位:项)

　 　 　 　 　 　 　 　 　 　 类别

方向　 　 　 　 　 　 　 　 　 　
面上项目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地区科学

基金项目
合计

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景观地理学、环境变化与预测)Ｄ０１０１ꎬＤ０１０３ꎬＤ０１０４ ５５８ ４５６ １２４ １ １３８

地理学(人文地理学)Ｄ０１０２ ３１３ ３２２ ９５ ７３０

土壤学 Ｄ０１０５ ４８３ ４７８ １５６ １ １１７

遥感机理与方法、地理信息系统、测量与地图学 Ｄ０１０６~Ｄ０１０８ ５７４ ５７７ ９８ １ ２４９

污染物行为过程及其环境效应 Ｄ０１０９ １８３ １５３ ２４ ３６０

区域环境质量与安全、自然资源管理、区域可持续发展 Ｄ０１１０Ｄ~Ｄ０１１２ ２７２ ２７０ ９２ ６３４

合计 ２ ３８３ ２ ２５６ ５８９ ５ ２２８

表 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地球科学部一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情况

年份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 项 ２ １３５ ２ １８４ ２ ０７８ ２ １６６ ２ ２５６

增长率 / ％ ２.３０ －４.８５ ４.２３ ４.１６

表 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地球科学部一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数量所占比例(单位:％)

年份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近 ５ 年平均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 面上项目 ９６.００ １２９.７７ ９５.０２ ９６.３１ ９４.６７ １００.８７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

金基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总和)
４３.１４ ４９.３４ ４３.６９ ４３.８５ ４３.１５ ４４.５２

２０１７ 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数量的变化ꎬ自然地

理学增加 ８.３１％ꎬ人文地理学增加 ８.７８％ꎬ土壤学增

加 ８.８８％ꎬ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及测量与地图学下降

１.５４％ꎬ污染物行为过程与效应、区域环境质量与安

全下降 ６. ８８％ꎬ自然资源、区域可持续发展增加

１２.１６％ꎮ 其中ꎬ污染物行为过程与效应、区域环境

质量与安全下降幅度较大ꎬ自然资源、区域可持续发

展增加较为明显ꎮ 二级申请代码“测量与地图学”
(Ｄ０１０８)、“区域环境质量与安全” (Ｄ０１１０)、“自然

资源管理”(Ｄ０１１１)申请量下降幅度较大ꎬ“地理信

息系统”(Ｄ０１０７)略有下降ꎬ其他二级代码均呈现增

加态势ꎮ 其中“区域环境质量与安全” (Ｄ０１１０)在

２０１６ 年增幅最大的基础上申请量微降ꎬ但仍高于

２０１５ 年的申请水平ꎮ
２０１７ 年上述 ３ 类申请项目依托单位数量略有上

升ꎬ共有 ７５３ 个依托单位申报ꎬ比 ２０１６ 年增加了 ３０
个(表 ４)ꎮ 其中ꎬ有 ２５０ 个单位仅申请 １ 项ꎬ占申请

项目总量的 ４.７８％ꎻ１９ 个申请数量超过 ４０ 项的单位

申请项目总量占到总申请量的２２.４２％(表 ５)ꎬ比 ２０１５
年升高了约 １ 个百分点ꎮ
１.２　 地理学学科“研究方向”和“关键词”使用情况

分析

(１) 依托单位使用“关键词”情况

２０１７ 年申报 Ｄ０１ 代码的 ５ ２２８ 份面上项目、青

表 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地球科学部一处申请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依托单位数量(单位:个)

年份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近 ５ 年平均

依托单位数量 ７０１ ７１０ ７２５ ７２３ ７５３ ７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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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地球科学部一处 ２０１７ 年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依托单位申请情况

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依托单位数

/ 个
３ 类项目申请

项目总数 / 项
占依托单位

总数 / ％
占 ３ 类项目

申请总数 / ％
≥４０ 项 １９ １ １７２ ２.５２ ２２.４２

２０~３９ 项 ４３ １ １７０ ５.７１ ２２.３８

１０~１９ 项 ９２ １ ２３２ １２.２２ ２３.５７

２~９ 项 ３４９ １ ４０４ ４６.３５ ２６.８６

１ 项 ２５０ ２５０ ３３.２０ ４.７８

合计 ７５３ ５ ２２８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中ꎬ有
４ ４５４ 份申请书选择了«地理学学科方向分类与关键

词»(修订版 ２０１４)中的学科关键词作为申报项目的

关键词ꎬ占申报项目总数的８５.２０％ꎮ 自 ２０１２ 年地理

学学科开始试行关键词填报以来ꎬ关键词的填报率均

稳定在 ８０％以上ꎬ并呈上升趋势ꎮ 申报项目数 ４０ 项

以上、２０~３９ 项、１０~１９ 项依托单位的学科关键词使

用率分别为 ８８.０５％ꎬ８４.６１％和 ８４.４２％ꎮ 申报 ２０ 项以

上单位中(共 ６２ 个)ꎬ有 １８ 个单位申报项目的学科关

键词使用率超过 ９０％ꎬ５２ 个单位申报项目的学科关

键词使用率超过 ８０％ꎮ 申报 ４０ 项以上且使用学科

“关键词”比例较高的前 １０ 个单位见表 ６ꎮ

表 ６　 申报 Ｄ０１ 代码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４０ 项以上且

使用学科“关键词”比例较高的前 １０ 个单位

序号 依托单位
申报项目

总数 / 项
选用学科关键词的项目

数量 / 项 占申报总数 / ％
　

选用研究方向下关键词的项目

数量 / 项 占申报总数 / ％

１ 中山大学 ５９ ５８ ９８.３１ ５２ ８８.１４

２ 广州大学 ４０ ３９ ９７.５０ ３１ ７７.５０

３ 华中农业大学 ４９ ４７ ９５.９２ ３５ ７１.４３

４ 南京大学 ４０ ３８ ９５.００ ２５ ６２.５０

５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５２ ４９ ９４.２３ ３８ ７３.０８

６ 北京师范大学 ５１ ４７ ９２.１６ ２９ ５６.８６

７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

环境研究所
４６ ４２ ９１.３０ ３０ ６５.２２

８ 兰州大学 ４１ ３７ ９０.２４ ２８ ６８.２９

９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１２１ １０９ ９０.０８ ８４ ６９.４２

１０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１３１ １１７ ８９.３１ ９０ ６８.７０

　 　 (２)分支学科“关键词”使用情况

在 ２０１７ 年申报 Ｄ０１ 代码的 ５ ２２８ 份面上项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中ꎬ
３ ０４３份申请书(占总数的 ５８.２１％)既选择了合适的

研究方向ꎬ又选择了该方向下的关键词ꎻ １ ３１８ 份申

请书(占总数的 ２５.２１％)选择了合适的研究方向但

没选该方向下的关键词ꎻ８６７ 份申请书(占总数的

１６.５８％)选择了«地理学学科方向分类与关键词»
(修订版 ２０１４)中的“其他方向”ꎮ ５ ２２８ 份申请书中

共选择或填写关键词 ２４ ５１９ 次(表 ７)ꎬ平均每个项

目有 ２.３６ 个关键词来自学科关键词(其中 １.６４个关

键词来自其所选研究方向下的关键词)ꎬ２.３３个关键

词为非学科关键词ꎮ

２　 ２０１７ 年项目申请和同行评议过程

中暴露的突出问题

２０１７ 年地球科学部一处项目申请中暴露出以

下问题:①未能通过形式审查的申请书ꎬ主要由于申

请人或参与人超项、申请人或参与人未签字或签名

错误、依托单位或合作单位公章错误、证明材料不完

整或者非原件ꎬ其中申请人或参与人在“简表”部分

和“个人简历”部分填写的职称信息不一致尤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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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不同分支学科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数量与学科“关键词”使用情况

申请代码
申请项

目数 / 项

关键词 / 次
选本方向

下关键词

选本代码

下关键词

选本二级代码

下关键词

选本库内

关键词

非学科

关键词
合计

Ｄ０１０１ 自然地理学 ８９２ １ ６９２ １ ８４８ ２ ０２４ ２ ３０９ １ ８９６ ４ ２０５

Ｄ０１０２ 人文地理学 ７３０ １ ３０３ １ ４６１ １ ６０４ １ ７９３ １ ６２５ ３ ４１８

Ｄ０１０３ 景观地理学 ８５ １７６ １９２ １９２ ２４１ １６０ ４０１

Ｄ０１０４ 环境变化与预测 １６１ ２６３ ３１５ ３１５ ３９１ ３８５ ７７６

Ｄ０１０５ 土壤学 １ １１７ １ ８５０ ２ ０４１ ２ ３６９ ２ ７１２ ２ ６０２ ５ ３１４

Ｄ０１０６ 遥感机理与方法 ４１４ ７８４ ８８８ ８８８ ９５７ ８９２ １ ８４９

Ｄ０１０７ 地理信息系统 ６９８ ７５７ ８９３ ９６４ １ ２６１ １ ９５２ ３ ２１３

Ｄ０１０８ 测量与地图学 １３７ ２２９ ２４８ ２４８ ２８１ ３６０ ６４１

Ｄ０１０９ 污染物行为过程及其环境效应 ３６０ ５７２ ６７１ ７０２ ８６８ ８６０ １ ７２８

Ｄ０１１０ 区域环境质量与安全 ２６２ ４１２ ４６０ ４９１ ６２８ ６０８ １ ２３６

Ｄ０１１１ 自然资源管理 ８７ １２５ １２８ １４１ ２０２ ２１３ ４１５

Ｄ０１１２ 区域可持续发展 ２８５ ４０９ ４６２ ５２０ ６８４ ６３９ １ ３２３

合计 ５ ２２８ ８ ５７２ ９ ６０７ １０ ４５８ １２ ３２７ １２ １９２ ２４ ５１９

出ꎮ ②部分申请书个人简介中未按格式要求填写导

师信息ꎬ或者学位授予单位以及工作单位名称未使

用规范名称ꎻ部分在职攻读博士的申请人未能如实

填写导师姓名ꎮ ③个别项目的研究内容与地学特别

是地理学的资助方向无关ꎮ ④部分申请书填写的关

键词不能准确概括其研究内容ꎬ有的甚至有明显的

误导作用ꎮ
２０１７ 年地球科学部一处同行评议过程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包括:①部分评议专家未能按时间节点

要求返回评审意见ꎻ未能在收到评审通知的第一时

间对不适合评审的项目选择“拒绝指派”ꎬ甚至在评

审截止日期临近或者之后拒指ꎮ ②部分评议专家以

“申请书与自己的研究领域差别较大”为由选择了

“拒绝指派”ꎬ但其本人不仅主持过类似的科学基金

项目甚至还发表过研究论文ꎮ ③个别同行评议专家

给出的评议意见过于简单且针对性不强ꎮ ④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专家系统中ꎬ许多专家信息填写不完善

或者不规范ꎬ尤其是其所在依托单位名称填写不准

确ꎬ与其依托单位在系统中注册的名称不一致ꎻ部分

专家更换依托单位后不能在系统中及时修改个人信

息ꎬ个别人甚至若干年内仍使用原依托单位名称ꎮ
针对 ２０１７ 年项目申请和同行评议中出现的问

题ꎬ科学处建议:①申请人须认真阅读每一年度的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ꎬ并按照申请提纲完成申

请书撰写ꎬ尤其须规范和准确填写申请人及主要参

与人的个人信息ꎮ ②申请人须认真阅读项目指南中

地球科学一处对资助范围的描述ꎬ并结合«地理学

学科方向分类与关键词» (详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主页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ｎｓｆｃ. ｇｏｖ. ｃｎ /上的“特别关

注”)加深对地理学科研究方向的理解ꎬ选择适合的

申请代码和研究方向ꎮ ③建议曾经获得过 Ｄ０１ 代

码资助的专家在科学基金专家系统中准确填写并及

时修改个人信息ꎬ填写的依托单位名称必须是系统

中已注册的单位名称ꎻ若本人在每年 ４~７ 月更换依

托单位ꎬ请及时告知地学一处工作人员ꎮ ④建议曾

经获得过 Ｄ０１ 代码资助的专家在每年度基金评审

季(４ 月底或 ５ 月初)以“评议人”身份登录科学基

金网络信息系统( ＩＳＩＳ)ꎬ主动查阅和评议 Ｄ０１ 代码

指派的评审任务ꎬ如不能评议请及时拒绝指派ꎮ ⑤
建议曾经获得过 Ｄ０１ 代码资助的专家ꎬ将邮箱 ｒｅ￣
ｐｏｒｔ＠ ｐｒｏ.ｎｓｆｃ.ｇｏｖ.ｃｎ 及 ｇｅｏｇｒａ２＠ ｎｓｆｃ.ｇｏｖ.ｃｎ 加入个

人邮箱的白名单ꎬ并在邮箱端设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域名为白名单ꎬ确保通讯通畅ꎮ ⑥专家应

自行保存好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ＩＳＩＳ)的登录名

和密码ꎬ需要时可通过登录界面重置密码ꎮ 此外ꎬ特
别提醒同行评议专家ꎬ评议项目申请书的打开密码

在登录系统后的查阅评议项目界面上ꎬ为字母和数

字组合ꎮ

３　 ２０１７ 年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送审情况

　 　 为了更好地做好通讯评审工作ꎬ遴选出合适的

２２３１ 　 　 　 　 　 　 　 　 　 　 　 　 　 　 　 　 　 地球科学进展　 　 　 　 　 　 　 　 　 　 　 　 　 　 　 　 　 　 　 　 第 ３２ 卷



项目进行会议评审ꎬ应对当前地理学研究中学科交

叉越来越突出的新形势ꎬ２０１７ 年地球科学部一处面

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同

行评议继续执行送审 ５ 位同行评议专家的制度ꎮ 科

学处根据学部下达的 ２０１７ 年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计划ꎬ严格按照计

划局关于评审工作的要求ꎬ在保证高于最低送审比

例的前提下ꎬ既考虑评审组专家的工作量和工作强

度ꎬ同时尽可能地扩大送审比例ꎬ最终提出 ２０１７ 年

学科评审组审议的送审项目计划(表 ８)ꎮ
送审项目的遴选标准如下:①面上项目:平均分

３.０ 分、资助意见 １ 优先资助 ３ 可资助以上ꎬ去除资

助意见大于等于 ３ 不予资助的项目ꎻ②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平均分 ２.８ 分、资助意见 １ 优先资助 ２ 可资

助以上ꎬ去除资助意见大于等于 ３ 不予资助的项

目ꎻ③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平均分 ２.８ 分、资助意

见 ４ 可资助以上ꎬ去除资助意见大于等于 ３ 不予

资助项目ꎮ

表 ８　 地球科学部一处 ２０１７ 年送审项目计划

项目类别
申请数

/ 项
送审上会数

/ 项
拟批数

/ 项

送审项目

占拟批准

项目比率 / ％

面上项目 ２ ３８３ ９０８ ５７６ １５８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 ２５６ ９９１ ６４０ １５５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５８９ １７９ １１８ １５２

合计 ５ ２２８ ２ ０７８ １ ３３４ １５６

４　 ２０１７ 年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

２０１７ 年地球科学部一处共接受面上项目申请

２ ３８３项ꎬ资助 ５７６ 项(其中小额探索性项目 ３ 项)ꎬ
直接费用资助 ３６ ７８０ 万元ꎬ资助率(含小额探索项

目)为 ２４. １７％ꎬ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度为６３.８５万
元 /项ꎮ ２０１７ 年地球科学部一处共受理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２ ２５６ 项ꎬ资助 ６４０ 项ꎬ直接费用资助１５ ４５１
万元ꎬ资助率 ２８. ３７％ꎬ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度为

２４.１４万元 /项ꎮ 地球科学部一处各分支学科方向

２０１７ 年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数量见表

９ꎮ ２０１７ 年地球科学部一处共受理地区科学基金项

目 ５８９ 项ꎬ资助 １１８ 项ꎬ直接费用资助４ ４７５万元ꎬ资
助率 ２０.０３％ꎬ直接费用平均资助强度 ３７.９２ 万元 /
项ꎬ共有 ４８ 个单位获得资助ꎮ

２０１７ 年共有 ７５３ 个依托单位申请地球科学部

一处的上述 ３ 类项目ꎬ其中 ３３８ 个单位获得资助ꎮ
获得 ３ 类项目 １０ 项以上资助的单位 ３２ 个ꎬ共获得

项目 ６２４ 项ꎬ占一处 ３ 类资助项目总数 ４６.７８％ꎮ 其

中ꎬ隶属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 １１ 个ꎬ获得资助项目

３０４ 项ꎻ高等院校 ２１ 个ꎬ获得资助项目 ３２０ 项ꎮ 地

球科学部一处 ２０１７ 年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不同部门依托单位申请和资助

情况见表 １０ꎮ

５　 ２０１６ 年底结题项目发表成果统计

　 　 整体而言ꎬ与前４年学科报告对比[１~４] ꎬ２０１６

表 ９　 地球科学部一处各分支学科方向 ２０１７ 年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数量(单位:项)
　 　 　 　 　 　 　 　 　 　 类别

方向　 　 　 　 　 　 　 　 　 　
面上项目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景观地理学、环境变化与预测)Ｄ０１０１ꎬＤ０１０３ꎬＤ０１０４ １７１ １４６

地理学(人文地理学)Ｄ０１０２ ７１ ８９

土壤学 Ｄ０１０５ １１５ １３８

遥感机理与方法、地理信息系统、测量与地图学 Ｄ０１０６~Ｄ０１０８ １３６ １６７

污染物行为过程及其环境效应 Ｄ０１０９ ３９ ４９

区域环境质量与安全、自然资源管理、区域可持续发展 Ｄ０１１０~Ｄ０１１２ ４４ ５１

合计 ５７６ ６４０

年底结题的基金项目成果产出呈现为稳中有升的态

势(表 １１~１３)ꎬ特别是重点项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的 ＳＣＩ 论文产出有较大提升ꎮ 以资助项目是

否发表 ＳＣＩ 或者 ＥＩ 或者 ＣＳＣＤ 收录的文章为标准

进行统计(即该项目产出的文章被 ＳＣＩ / ＥＩ / ＣＳＣＤ 任

何一种检索系统收录均可)ꎬ面上项目的发文率是

９６.４０％ꎬ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发文率是８９.７３％ꎬ地区科

学基金项目的发文率是８８.６０％ꎬ其余项目类型的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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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均为 １００％ꎮ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还有较大的上升

空间ꎮ

表 １０　 地球科学部一处 ２０１７ 年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和

地区科学基金依托单位申请和资助情况(单位:％)

申请单位

比例

资助单位

比例

申请项目

比例

资助项目

比例

高等院校 ６５.２１ ７０.７１ ６９.４１ ６３.９４

中国科学院 ７.５７ １０.０６ １７.４３ ２７.３６

其他科研机构 ２７.２２ １９.２３ １３.１６ ８.７０

随着申请量和资助量的增加ꎬ面上项目的 ＳＣＩ
论文发文量(第一标注该结题项目编号的文章)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３２ 篇 /项上升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２４ 篇 /项ꎮ
面上项目研究成果的回升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ꎮ 重点项目的成果产出有明显提升ꎬ达到 １１.１７

篇 /项ꎬ为近 ５ 年最高值ꎮ ２０１４ 年底面上项目仅有

延期以及小额资助的个别项目结题ꎬ２０１５ 年没有重

点项目结题ꎬ不参与对比ꎮ
近 ５ 年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 ＳＣＩ 发文项目比例

并没有明显变化ꎻＳＣＩ 发文的第一标注发文平均数

(１.１７ 篇 /项)均比较稳定ꎮ 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

ＣＳＣＤ 发文项目比例持续下降ꎬ ２０１６ 年度降到

５９.２１％(表 １１)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第一标注 ＳＣＩ 论

文发文平均数达到了 ９.２５ 篇 /项ꎬ比 ２０１５ 年度(１０.０
篇 /项)略有下降ꎻ论文的第一标注率继续下降ꎬ仅为

３０.０８％ꎬ低于其他 ４ 年ꎮ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

ＳＣＩ 平均论文发文情况略逊于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ꎬ但要优于其他类型项目ꎮ 总体看ꎬ人才类项

目论文的第一标注率普遍低于研究类项目(表 １２)ꎮ
　 　 ２０１７年度ꎬ地球科学部一处继续统计结题报告成

表 １１　 地球科学部一处 ２０１６ 年底结题项目发表 ＣＳＣＤ 中文论文情况

项目类别

结题项

目总数

/ 项

发表论文

项目数

/ 项

发表论文

总数

/ 篇

单项最高

发表论文

数 / 篇

发表论文

项目比例

/ ％

发表论文

平均数

/ (篇 / 项)

第一标注

该项目论

文总数 / 篇

第一

标注率

/ ％

第一标注该项

目论文平均数

/ (篇 / 项)
面上基金 ５５５ ４４６ ２ ３０７ ６７ ８０.３６ ４.１６ １ ４９０ ６４.５９ ２.６８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６６２ ３９２ １ ０９４ １１ ５９.２１ １.６５ ６４３ ５８.７８ ０.９７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１１４ ９０ ４１６ ２４ ７８.９５ ３.６５ ２７５ ６６.１１ ２.４１

重点项目 １８ １８ ２６８ 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８９ １７１ ６３.８１ ９.５０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 ３ ２０ １１ ７５.００ ５.００ ８ ４０.００ ２.０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２ ９ ２３ ６ ７５.００ １.９２ １６ ６９.５７ １.３３

表 １２　 地球科学部一处 ２０１６ 年底结题项目发表 ＳＣＩ 论文情况

项目类别

结题项

目总数

/ 项

发表论文

项目数

/ 项

发表论文

总数

/ 篇

单项最高

发表论文

数 / 篇

发表论文

项目比例

/ ％

发表论文

平均数

/ (篇 / 项)

第一标注

该项目论

文总数 / 篇

第一

标注率

/ ％

第一标注该项

目论文平均数

/ (篇 / 项)
面上基金 ５５５ ４６３ ２ ７１１ ５７ ８３.４２ ４.８８ １ ２４５ ４５.９２ ２.２４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６６２ ４６９ １ ４２３ １３ ７０.８５ ２.１５ ７０９ ４９.８２ １.０７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１１４ ４４ ９６ １０ ３８.６０ ０.８４ ３９ ４０.６３ ０.３４

重点项目 １８ １８ ３６３ 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７ ２０１ ５５.３７ １１.１７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 ４ １２３ ６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７５ ３７ ３０.０８ ９.２５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２ １２ １６０ ２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３３ ９０ ５６.２５ ７.５０

果中的标注项目情况以及成果产出效率情况ꎮ 主要

总结为以下 ２ 个方面:
(１) 文章成果标注资助项目编号比较混乱ꎮ 表

１４ 统计了每一类基金项目发表文章中标注的基金

项目个数、全部类型项目个数(含各类国家、部委及

地方项目)ꎬ并按照基金项目类型计算了平均每个

基金项目的产出成果所标注的项目数、平均每个标

注的基金项目或者各类型项目的产出文章数ꎮ 与

２０１５ 年相比ꎬ成果产出中资助项目随意标注的情况

没有好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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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３　 地球科学部一处 ２０１６ 年底结题项目发表 ＥＩ 论文情况

项目类别

结题项

目总数

/ 项

发表论文

项目数

/ 项

发表论文

总数

/ 篇

单项最高

发表论文

数 / 篇

发表论文

项目比例

/ ％

发表论文

平均数

/ (篇 / 项)

第一标注

该项目论

文总数 / 篇

第一

标注率

/ ％

第一标注该项

目论文平均数

/ (篇 / 项)
面上基金 ５５５ １３９ ４８８ １７ ２５.０５ ０.８８ ２８２ ５７.７９ ０.５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６６２ １６６ ３４６ １０ ２５.０８ ０.５２ ２０７ ５９.８３ ０.３１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１１４ ３０ ８４ ８ ２６.３２ ０.７４ ５８ ６９.０５ ０.５１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８ ６ ３２ １４ ３３.３３ １.７８ １７ ５３.１３ ０.９４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 １ １ １ ２５.００ ０.２５ 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５

表 １４　 地球科学部一处 ２０１６ 年底结题项目标注项目情况

项目类别

结题

项目

总数

/ 项

标注项目数

/ 项
各类

基金

全部

类型

　

单项最高标注

项目数 / 项
各类

基金

全部

类型

　

标注项目平均数

/ (项 / 项)
各类

基金

全部

类型

　

标注各类基金项目

平均产出 / (篇 / 项)

ＳＣＩ ＣＳＣＤ
　

标注全部类型项目

平均产出 / (篇 / 项)

ＳＣＩ ＣＳＣＤ

面上基金 ５５５ ２ １０７ ５ ６０８ １６ ５５ ３.８０ １０.１０ １.２９ １.０９ ０.４８ ０.４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６６２ １ ７７３ ４ ６１１ １２ ３０ ２.６８ ６.９７ ０.８０ ０.６２ ０.３１ ０.２４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１１４ ３００ ８３５ １３ ９０ ２.６３ ７.３２ ０.３２ １.３９ ０.１１ ０.５０

重点项目 １８ ２０８ ４２４ ２６ ５１ １１.５６ ２３.５６ １.７５ １.２９ ０.８６ ０.６３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 ４８ １３３ ２４ ７０ １２.００ ３３.２５ ２.５６ ０.４２ ０.９２ ０.１５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２ ８４ １８１ １２ ２２ ７.００ １５.０８ １.９０ ０.２７ ０.８８ ０.１３

　 　 ( ２) 不同类别基金项目的单位资助金额产

出论文数量差别较大ꎮ 以每百万元资助额度产

出的论文数量为衡量指标ꎬ我们量化和对比了不

同类型项目的论文产出效率(表 １５) ꎮ 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作为新项目类型ꎬＳＣＩ 第一标注论

文产出效率最高ꎬ优于其他类型项目ꎮ 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及优秀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论文产出效率比 ２０１５ 年均

有回升ꎬ但面上项目下降明显ꎬ年际之间的波动

比较明显ꎮ

表 １５　 地球科学部一处 ２０１６ 年底结题项目每百万元资助发表文章数量统计

项目类别
结题项目

总数 / 项
资助金额

/ 百万元

单位资助金额发表文章数 / (篇 / 百万元)

ＳＣＩ 总数
ＳＣＩ 第一标注

该项目
ＣＳＣＤ 总数

ＣＳＣＤ 第一标注

该项目

面上基金 ５５５ ４１２.４２ ６.５７ ３.０２ ５.５９ ３.６１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６６２ １６５.２６ ８.６１ ４.２９ ６.６２ ３.８９

地区科学基金项目 １１４ ５６.８５ １.６９ ０.６９ ７.３２ ４.８４

重点项目 １８ ５４.００ ６.７２ ３.７２ ４.９６ ３.１７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４ ８.００ １５.３８ ４.６３ ２.５０ １.００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２ １２.００ １３.３３ ７.５０ １.９２ １.３３

６　 ２０１６ 年底结题项目取得的主要研
究进展

６.１　 自然地理学

(１) 地貌系统与演化

青藏高原目前的主体是中新世—上新世漫长的

侵蚀作用形成的主夷平面ꎬ３.６ Ｍａ 前后夷平面开始

解体并大幅隆升ꎬ山顶面和主夷平面之间的物质传

输为主要的陆面过程(赵志军ꎬ４１２７１０１７)ꎮ 高原上

发育了多种风沙地貌类型ꎬ但总体类型比较简单ꎻ风
积地貌以新月形沙丘为主ꎬ且沙丘低矮(８５％ 在５~
３０ ｍ)ꎬ风蚀地貌中雅丹地貌占绝对优势(董治宝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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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３０５３３)ꎮ 高原区无论是类火星风沙地貌(董治

宝ꎬ４１１３０５３３)ꎬ还是强烈构造活动导致的青藏高原

东北部河流沉积 /侵蚀和地貌发育过程(王先彦ꎬ
４１２７１００１)ꎬ均敏感地响应了千年尺度的气候变化ꎮ

提出了库姆塔格沙漠北部粗颗粒波状沙丘形态

发育和沉积构造塑造、区域地貌格局形成演化的理

论模式(钱广强ꎬ４１２７１０２２)ꎮ 在中国半干旱区ꎬ植
被盖度不是影响区域风沙活动强度的主要因素ꎬ水
分条件不是控制区域风沙活动的决定性因素ꎬ高粉

砂和黏土含量显著降低了区域的风沙活动强度(王
训明ꎬ４１２２５００１)ꎮ 对柴达木盆地的研究也表明ꎬ当
地沙漠存在限制沙源供应的因素ꎬ如盐分、干冰等物

质的胶结作用ꎬ导致类火星沙丘地貌类型简单(董
治宝ꎬ４１１３０５３３)ꎮ 在这些地区ꎬ中等强度的人类开

发活动不会导致土壤结构完全遭到破坏ꎬ土壤的团

聚体及其他特性使得适度开发不会引发区域内严重

的沙漠化问题(王训明ꎬ４１２２５００１)ꎮ
(２) 水文过程及其模拟研究

建立了预估流域尺度冰川融水未来变化的平

台ꎬ在大尺度陆面水文模式 ＶＩＣ 的基础上ꎬ提出高

程带结合地形的次网格化冰川区消融耦合方案(丁
永建ꎬ４１１３０６３８)ꎮ 通过耦合冰冻圈物理过程 (积

雪、冻土、冰川、湖泊)ꎬ初步建立了青藏高原多圈层

水文模型系统(王磊ꎬ４１３２２００１)ꎮ 研制了适用于大

型冰川的冰川水文模型 ＬＧＨＭꎬ以及适用于单条冰

川物质平衡和动态过程模拟的冰川水文单元方法

(ＧＨＲＵ 方法)ꎬ建立了适用于山区雨、雪、冰—径流

过 程 的 分 布 式 水 文 模 型 ＳＷＡＴ￣ＲＳＧ ( 罗 毅ꎬ
４１１３０６４１)ꎮ

重建了 １９８３—２００６ 年青藏高原四大流域 /盆地

(黄河源、长江源、柴达木盆地、羌塘高原)的逐月蒸

散发数据ꎻ利用改进的多圈层水文模型ꎬ结合多点土

壤水分观测和遥感陆面温度观测验证ꎬ提高了青藏

高原高寒缺资料区的水文模拟精度ꎬ估算了青藏高

原中部最大湖泊(色林错)过去 １０ 年入湖流量、降
水以及蒸发对湖泊水储量的变化贡献分别为

４９.５％ꎬ２２.１％和 １８.３％ (王磊ꎬ４１３２２００１)ꎮ 此外ꎬ
证实了青藏高原内流区质量正平衡是由湖泊水量增

加引起ꎬ而非冰川物质正平衡(张国庆ꎬ４１３０１０６３)ꎮ
分析了疏勒河流域及周边地区地下水含水层的

空间分布特征ꎬ探讨了大气降水的氢氧稳定同位素

与 Ｃｌ－ 沉降量的分布规律ꎬ发现大多数承压水年龄

分布在 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 ａ ＢＰꎬ反映了中全新世大暖期

暖湿的气候对地下水补给的重要作用 (马金珠ꎬ

４１２７１０３９)ꎮ 利用获取的降水分布和蒸散发估算结

果ꎬ结合水化学、同位素径流分割、水文观测、水文模

型模拟ꎬ发现了疏勒河上游山区降水、蒸发和径流基

本平衡ꎬ没有明显的地下水向下游渗漏的现象(丁
永建ꎬ４１１３０６３８)ꎮ

(３) 古环境变化研究

重建了近 １ ０００ 年来的大兴安岭地区黑碳沉积

历史ꎬ黑碳沉积通量呈现每 ２００ 年周期性变化ꎬ黑碳

沉降和储存过程主要受到周围地区火事件的强度和

频率、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沉积区域地貌特征、湿地

退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王国平ꎬ４１２７１２０９)ꎮ 通过

黄山松树轮记录重建了东南地区过去 ３００ 年来 ４~７
月平均温度ꎬ发现暖季温度在 ２０００ 年达到了过去 ２
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ꎬ且温度曲线与中国粮食产

量在年代际尺度上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史江峰ꎬ
４１２７１２１０)ꎮ

建立了青藏高原表土孢粉组合与古高程的转换

函数ꎬ明确了青藏高原典型花粉种类的最佳分布高

度和范围ꎬ初步估算青藏高原伦坡拉盆地晚渐新世

到早中新世古海拔高度在 ３ ２００~３ ４００ ｍꎻ青藏高原

２.８０ Ｍａ 古高度达到 ３ ０００ ｍ 左右ꎬ２.２０ Ｍａ 古高度

达到 ４ ０００ ｍ 左右ꎬ０.９０ Ｍａ 前后隆起到现代高度

(吕厚远ꎬ４１２７１２２６)ꎮ 获得了中国西部高海拔雪冰

载体中粉尘的铁元素丰度和溶解度的关键数据ꎬ不
同地点冰芯粉尘颗粒的形貌上纵横比和圆度存在差

异ꎬ铁丰度相差不明显ꎬ但铁元素的溶解度变化极为

显著ꎻ同一地点铁溶解度的波动范围超过了 １ 个数

量级以上ꎬ有些地点甚至达到了 ２ 个数量级(邬光

剑ꎬ４１２７１０７４)ꎮ 分析研究了青藏高原东北缘新石器

晚期—青铜时代人类居址、生业模式和摄食结构的

时空变化ꎬ重建了研究区史前文化发展的环境背景ꎬ
并揭示欧亚大陆史前跨大陆文化交流带来的农业技

术革新是促成 ３ ６００ ａ ＢＰ 后人类永久定居青藏高原

高海拔地区的最主要动力(董广辉ꎬ４１２７１２１８)ꎮ
(４) 自然地理综合研究

建立了中国区域 １９８０—２０１０ 年陆地生态系统

蒸散、生产力、蒸发蒸散比及水分利用效率数据集ꎬ
明确了中国区域陆地生态系统蒸散的空间格局(胡
中民ꎬ４１３０１０４３)ꎮ 评估了 １９７９—２０１２ 年中国陆表

生态系统的总初级生产力(ＧＰＰ)和蒸散(ＥＴ)ꎬ显示

年均 ＧＰＰ 和陆表年均 ＥＴ 均呈显著增长ꎬＧＰＰ 增长

地区主要分布于东北、西南和新疆西部森林地区、西
北稀疏植被、灌丛和南方灌丛地区ꎻ青藏高原是 ＥＴ
增加最为显著地区(陈报章ꎬ４１２７１１１６)ꎮ 建立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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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多尺度生态水文过程与水热通量观测平台ꎬ及基

于基径—群落尺度转换的灌木树干茎流估算模型ꎬ
发现影响高寒生态系统蒸散发的主要因素是能量收

支和温度ꎬ而土壤水分是控制芨芨草草原蒸散发的

重要因素(李小雁ꎬ４１１３０６４０)ꎮ
以北京市为例测算了多功能景观时空权衡特征

及驱动因子ꎬ明晰了城市化和生态系统服务相互作

用的拐点阈值ꎮ 当北京市生态用地面积比例超过

７０％ꎬ降温效果显著增强ꎻ当人口密度高于 ２２９ 人 /
ｋｍ２、地均 ＧＤＰ 大于 １０ ７０７ 万元 / ｋｍ２ꎬ或不透水表

面指数高于 ０.２９ 时ꎬ生态系统服务随城市化强度增

大发生显著衰减(李双成ꎬ４１１３０５３４)ꎮ 北京城市化

进程的净初级生产力响应呈现互无干扰、拮抗对立

与协调共生三阶段ꎻ中国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过程使

植被状况发生显著退化ꎬ预测中国未来植被变化以

持续改善为主(彭建ꎬ４１３２２００４)ꎮ 基于物质流调控

理论研究了农业土地利用系统设计的理论框架和方

法体系ꎬ应用标准景观情景方法ꎬ根据“源—流—
汇”景观格局与土地利用系统效应的定量模拟结

果ꎬ从农业景观格局优化和分区防控、农户土地利用

行为决策引导和农业土地利用政策调控等 ３ 个方

面ꎬ探索了不同目标情景下的投入减量化、低环境风

险和物质高效循环的可持续土地利用系统(刘黎

明ꎬ４１１３０５２６)ꎮ
梳理了生物地理学的发展历史ꎬ界定了生物地

理学的科学内涵与外延ꎬ明确了生物地理学与相邻

学科的关系ꎻ深化和凝练生物地理学领域的词汇ꎬ编
辑完成了生物地理学辞典初稿(郑度ꎬ４１２７１０６８)ꎮ
６.２　 人文地理学

(１) 经济地理研究

研究中部地区本土领先企业生产网络演化机理

与路径ꎬ表明产业转移的时空机会窗口主要依产品

生命周期、产业成长升级、经济结构变化而出现ꎻ产
业转移领先企业作用下的区域企业网络演化过程具

有很强的时空情境性、路径依赖性和权变性(赵建

吉ꎬ４１３０１１１５)ꎮ 提出地域产业承载系统适配性概

念ꎬ通过构建适配性指数分析系统适配性的地区差

异与时空演替格局ꎻ探讨产业集群式转移的典型模

式、主要路径与基本条件ꎬ进而模拟产业承载系统变

化对 产 业 集 群 式 转 移 的 空 间 影 响 ( 刘 友 金ꎬ
４１２７１１３９)ꎮ 发现长三角集装箱港口体系吞吐量正

由集中收敛向均衡分散转型ꎬ在运量高度集中化背

景下ꎬ边缘港挑战明显ꎻ班轮航线及航线密度总体上

均呈分散化特征ꎬ远洋、近洋及沿海航线分散速度依

次增强ꎬ长江内支线则呈空间集聚态势(曹有挥ꎬ
４１２７１１３６)ꎮ 通过研究中国工业空间重塑的环境效

应及其发生途径ꎬ揭示了污染型产业的空间变化机

制ꎻ构建了“全球链接—区域竞争—地方环境”的产

业和企业空间动态理论分析框架ꎻ揭示了中国工业

地理格局演化路径依赖、产业转移和产业空间动态

的污染排放效应、环境污染排放的空间差异和产业

差异(贺灿飞ꎬ４１２７１１３０)ꎮ
(２) 社会、文化地理研究

对中国人口空间集疏地域分异与区域效应进行

研究ꎬ表明“胡焕庸线”长期总体稳定ꎬ但两侧呈现

出迥然不同的人口集疏模式(刘盛和ꎬ４１２７１１７４)ꎮ
开展城乡通婚的地域模式及其社会空间相互作用机

制研究ꎬ对生育行为怠于生育意愿的社会现象做出

了新的解释ꎬ否定了对于城乡通婚家庭稳定性的忧

虑(丁金宏ꎬ４１２７１１６９)ꎮ 对长春市犯罪时空格局及

其影响因子进行研究ꎬ表明各类犯罪的空间分异规

律明显ꎬ各类犯罪发案率存在热点区域ꎬ表明空间溢

出效应是可能存在的(刘大千ꎬ４１３０１１４３)ꎮ
通过对北京的地方性研究ꎬ制定了文化地理学

的学科树ꎬ并分析了学科树与地方性发掘的关系ꎻ以
北京地区为核心ꎬ分析了地方性的空间表征形式

(周尚意ꎬ４１２７１１５２)ꎮ 研究了聚落“文化景观基因”
的识别和提取方法ꎬ聚落文化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

方法及在不同地域的不同表达ꎬ提出文化旅游地规

划的“景观信息链”理论(刘沛林ꎬ４１２７１１６７)ꎮ 研究

了多行为体借力博弈下“民意张力”对区域地缘政

治关系的影响ꎬ发现“政治性民意”事件在空间上围

绕着几个“地缘枢纽点”在区域范围内扩展ꎻ缅甸地

缘地位的重塑引发区域地缘政治关系的多重分化与

组合ꎻ越南民意的非理性膨胀对该国地缘政治关系

产生了直接影响(熊理然ꎬ４１２６１０３４)ꎮ
(３) 城市地理研究

针对转型期中产阶层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ꎬ推
算了广州市中产阶层的群体分布ꎬ分析了广州市中

产阶层聚居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异形成机

制ꎬ建议城市规划应考虑中产阶层的积极作用ꎬ增加

城市社会经济活力ꎬ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突破点(周
春山ꎬ４１２７１１８２)ꎮ 发现中国城际的人口迁移流呈现

从区域发射状流结构向长距离、大规模流结构演化

的基本特征ꎻ建议重点培育 ５０ 万 ~ １００ 万人口的中

等城市和 ２０ 万~５０ 万人口的小城市ꎬ作为促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点(刘盛和ꎬ４１２７１１７４)ꎮ 以连

云港为例对海岸带城市蔓延区社会—生态系统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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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力与管治进行研究ꎬ表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流

域通常水质能有显著改善ꎻ在城市化程度较低的流

域ꎬ水质对土地利用变化更敏感ꎬ且多表现为负面影

响(李杨帆ꎬ４１２７１００８)ꎮ 从微观尺度对典型大都市

功能区碳排放过程进行模拟ꎬ构建了北京市奥林匹

克中心区不同下垫面交通碳排放与二氧化碳通量空

间分析模型ꎬ揭示微观尺度大城市交通碳排放对二

氧化碳通量影响机理(李宇ꎬ４１２７１１８６)ꎮ
(４) 乡村地理研究

对东北地区种粮大户耕地利用效率进行定量评

估ꎬ提出了以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种

粮收益最优为目标的适度经营规模和 ４ 种生产要素

配置方案(何秀丽ꎬ４１３０１１１１)ꎮ 以宁夏六盘山连片

特困地区为案例ꎬ提出“空间贫困三维结构”理论框

架ꎻ构建并运用空间贫困指数ꎬ模拟地理资本指数及

其空间分布ꎻ划分空间贫困地域类型并绘制空间贫

困地图ꎬ揭示空间贫困格局及其分异机制(刘小鹏ꎬ
４１２６１０２１)ꎮ 对环京津贫困带形成机理与新农村建

设途径进行研究ꎬ详细探讨具有中国化特点的“贫
困带”形成与决定因素ꎬ并通过实证研究确定区域

协调 发 展 的 驱 动 因 素 和 抑 制 因 素 ( 梁 昊 光ꎬ
４１２７１１８７)ꎮ
６.３　 土壤学

(１) 土壤地理学、土壤物理学与土壤化学研究

参照全球土壤制图计划标准规范ꎬ生成了全流

域系列土壤类型 /属性图ꎬ不仅服务于流域生态和水

文过程模拟ꎬ更是“全球土壤数字制图计划”亚洲节

点的重要补充(张甘霖ꎬ４１１３０５３０)ꎮ 利用可见—近

红外型土壤近地传感器进行水稻土野外原位光谱信

息的快速获取ꎬ建立了全国尺度的土壤有机质光谱

预测模型ꎬ改进了高精度土壤有机质数字制图的土

壤—景观模型ꎬ突破平原地区无 ＤＥＭ 关键因子支持

下土壤有机质数字制图的瓶颈(史舟ꎬ４１２７１２３４)ꎮ
建立了青藏高原典型多年冻土区的土壤—环境

推理模型ꎬ明确了高原多年冻土区影响土壤发育的

主控因子ꎬ并进行了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的数字土

壤制图研究(吴通华ꎬ４１２７１０８６)ꎮ 引入多重分形理

论和无损 ＣＴ 扫描技术对排土场土壤粒径分布和土

壤孔隙结构及其演替过程进行定量表征ꎬ构建了土

壤质量参数对土壤结构响应的关系模型(王金满ꎬ
４１２７１５２８)ꎮ 阐明了太湖流域丘陵区不同土地利用

条件下土壤水分的时空分布规律ꎬ横向和垂向壤中

流的产流模式ꎬ优化模拟了壤中流产流的通量ꎬ揭示

了其与地形要素和土壤性质之间的定量关系(朱

青ꎬ４１２７１１０９)ꎮ
明确了分别含 ＦｅꎬＣｏꎬＮｉꎬＶ 和 Ｃｕ 等过渡金属

离子的水钠锰矿的结构和性质及赋存状态ꎬ发现 Ｃｏ
和 Ｎｉ 的引入掺杂可使水钠锰矿的对称性由三斜对

称转变为六方对称ꎬ使锰钾矿的结晶度减弱ꎬ比表面

积明显升高(刘凡ꎬ４１２７１２５３)ꎮ 绿锈类层状双氢氧

化物(ＬＤＨ)等土壤胶体能有效调控核电站附近土

壤环境中 Ｃｓ 和 Ｉ 离子的迁移性和潜在生态风险(赵
红挺ꎬ４１２７１２４９)ꎮ

(２) 土壤生物学研究

发现甲烷氧化菌的空间分异特征主要体现在关

键功能基因的表达水平上ꎬ水稻土中可能存在既能

利用甲烷又能利用乙酸的兼性甲烷氧化菌ꎬ其种类

主要为甲烷氧化胞菌属ꎻ探索了甲烷氧化菌分离培

养的新方法及单细胞研究技术ꎬ发展了 １ 项分子印

迹薄膜技术对土壤甲烷氧化菌进行分离纯化(陆雅

海ꎬ４１１３０５２７)ꎮ 持续升高的近地层臭氧浓度会抑制

稻田 ＣＨ４ 排放ꎬ并刺激稻田甲烷氧化菌同化空气中

的 ＣＨ４ꎬ从而减缓大气 ＣＯ２ 浓度升高以及全球增温

对稻田 ＣＨ４ 排放的增加效应(冯有智ꎬ４１２７１２５６)ꎮ
亚热带水稻土中光合微生物具备同化大气 ＣＯ２ 能

力ꎬ主 要 优 势 种 群 为 兼 性 自 养 菌 ( 葛 体 达ꎬ
４１２７１２７９)ꎮ 多数水稻土中存在厌氧氨氧化(ＡＮＡ￣
ＭＭＯＸ)过程ꎬ但反硝化作用仍是水稻土 Ｎ２ 损失的

主要过程(张丽梅ꎬ４１３２２００７)ꎮ 氧化铁协同作用下

的生物同化是亚热带酸性土壤具有较高的无机氮固

持能力的主要机制(蒋先军ꎬ４１２７１２６７)ꎮ
(３) 土壤肥力与土壤养分循环

建立了全球土壤 ＮＯ 和 ＮＯ＋Ｎ２Ｏ 排放数据库ꎬ
明确了高氮肥菜地和热带亚热带酸性土壤是全球

ＮＯ 和 Ｎ２Ｏ 排放的高值区ꎻ菜地农田的土壤 ＮＯ 排

放通量最高ꎬ而稻田最低ꎻ热带亚热带酸性土壤 ＮＯ
和 Ｎ２Ｏ 排放强度最高(邹建文ꎬ４１２２５００３)ꎮ 发现肥

料和秸秆 ２ 种不同来源和性质的氮素在农田系统氮

循环和土壤供氮过程中具有功能互补性ꎬ且不可相

互替代ꎻ秸秆氮素的关键作用在于对土壤氮素积累

和更新的长期贡献ꎬ是构建土壤稳定氮库的关键物

质基础(张旭东ꎬ４１１３０５２４)ꎮ 黄土高原农牧交错带

草地生态系统过去 ５０ 年碳交换年际变化主要受降

水影响ꎬ在未来“温度不变和升高”的气候变化情景

下ꎬ旱季增雨可以增强其碳汇功能ꎬ而雨季增雨则会

减弱其碳汇功能(魏孝荣ꎬ４１２７１３１５)ꎮ 发现退耕植

被恢复后能够显著增加 ０ ~ ２００ ｃｍ 土壤碳、氮和磷

储量ꎬ乔木林(刺槐)、灌木林(沙棘与柠条林)表现

８２３１ 　 　 　 　 　 　 　 　 　 　 　 　 　 　 　 　 　 地球科学进展　 　 　 　 　 　 　 　 　 　 　 　 　 　 　 　 　 　 　 　 第 ３２ 卷



出显著的固碳效应(韩新辉ꎬ４１３０１６０１)ꎮ 稻田土壤

胶体颗粒的形貌主要呈鳞片状ꎬ赋存了较多的 Ａｌꎬ
ＦｅꎬＭｇꎬＫ 和 Ｃａ 等金属元素ꎮ 中低水平有机肥输入

会显著改善稻田土壤理化性质ꎬ提高水稻产量ꎮ 但

过高有机肥对水稻增产及土壤理化性质改善没有明

显效果(梁新强ꎬ４１２７１３１４)ꎮ
(４) 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研究

基于立体摄影测量技术ꎬ在黄土丘陵区建立了

动态监测侵蚀沟形态与水流参数的方法ꎬ分离了沟

头溯源侵蚀、沟壁扩张和沟底下切 ３ 种侵蚀方式对

沟蚀的贡献ꎬ建立了沟壁扩张侵蚀过程方程(郑粉

莉ꎬ４１２７１２９９)ꎮ 构建了黄土高原水流功率与滚动搬

运贡献率的模型ꎬ发现悬移 /跃移和滚动搬运机制分

别输移不同粒级的泥沙颗粒ꎮ 陡坡条件下大粒径泥

沙以滚动方式搬运ꎬ小粒径侵蚀泥沙则以悬浮 /跳跃

方式快速搬运(史志华ꎬ４１２７１２９６)ꎮ 黄土区草地种

植可利用植物根系增加土壤固持能力ꎬ减少侵蚀产

沙量ꎬ同时显著减小径流作用力ꎬ径流的大部分能量

均消耗于草地茎秆(潘成忠ꎬ４１２７１２８５)ꎮ 在红壤丘

陵区构建了长期侵蚀作用下流域土壤有机碳分布模

型ꎬ发现典型小流域有机碳富集比随降雨历时和降

雨强度的增加而逐渐降低ꎬ侵蚀部位有机碳含量更

新速率与侵蚀速率相当ꎬ而沉积区有机碳在土壤团

聚作 用 和 埋 藏 作 用 下 能 保 持 稳 定 ( 李 忠 武ꎬ
４１２７１２９４)ꎮ 北方农牧交错带风蚀与水蚀的交互作

用通过改变表土结构、机械组成与粗糙度来实现ꎬ风
蚀对原始土壤床面的水蚀速率有一定影响(史培

军ꎬ４１２７１２８６)ꎮ
６.４　 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测量与地图学

(１) 遥感机理与定量反演研究

发展了压缩感知、非局部正则化等信号处理领

域的新框架与模型ꎬ建立了较完备的影像修复理论

与稳健的影像修复方法(沈焕锋ꎬ４１２７１３７６)ꎮ 提出

了多源稀疏控制条件下国产遥感卫星的多星联合逆

向定轨定姿理论与方法ꎬ全球定位精度提升到平面

和高程均优于 ５ ｍꎬ稀少控制点平差后精度可达到

平面 １.３ ｍ、高程 １.７ ｍ(张永军ꎬ４１３２２０１０)ꎮ 开发

了适应空间信道传输的星载高光谱海岸带影像压缩

编码方法ꎬ解决了星载高光谱海岸带影像的压缩和

传输问题(王相海ꎬ４１２７１４２２)ꎮ 构建了适用于坡地

森林冠层的几何光学模型ꎬ可提高几何光学模型在

山地条件下的适用性及山地植被参数遥感反演和生

态系统碳通量计算精度(陈镜明ꎬ４１２７１３５２)ꎮ 建立

了基于层次贝叶斯模型和贝叶斯最大熵模型

(ＢＭＥ)的多源定量遥感数据融合方法 (柏延臣ꎬ
４１２７１３４７)ꎮ 构建了地气耦合的气溶胶光学厚度遥

感反演模型ꎬ建立了 ＡＶＨＲＲ 陆地气溶胶反演先验

知识库和 ＬＡＢＩＴＳ 算法与 ＡＬＡＤ 算法ꎬ生产了自

１９８１ 年以来中国华北地区、欧洲中部地区的长时间

序列气溶胶光学厚度数据集(薛勇ꎬ４１２７１３７１)ꎮ 提

出了综合 ＮＤＶＩ、ＢＲＤＦ、雷达后向散射系数和地形信

息的多源遥感数据空气动力学粗糙度综合估算模

型ꎬ实现了空气动力学粗糙度的时间序列估算ꎬ模型

集成到 ＥＴＷａｔｃｈ 系统ꎬ有效改善了 ＥＴ 数据的空间

异质性和精度(吴炳方ꎬ４１２７１４２４)ꎮ
(２) 遥感应用研究

实现了叶片及冠层尺度小麦主要病害高专一性

和高精度的识别及分类ꎬ构建了耦合气象、遥感和农

学信息的小麦病害发生预测模型ꎬ建立了全国尺度

业务化运行的“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系统”
(黄文江ꎬ４１２７１４１２)ꎮ 构建了区域尺度陆地生态系

统呼吸遥感估算模型ꎬ在全国尺度上实现了长时间

序列的陆地生态系统碳吸收与碳释放的遥感估算

(陈良富ꎬ４１１３０５２８)ꎮ 验证了 ＥＣ￣ＬＵＥ 模型在多个

植被类型和地理区域采用统一参数值的合理性ꎬ生
产了全球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全球公里级的植被生产力

产品(袁文平ꎬ４１３２２００５)ꎮ 首次建立了 Ｏ２￣Ａ 通道

与短波红外 １.６ μｍ ＣＯ２ 吸收通道间的气溶胶散射

效应波段映射模型ꎬ校正了中国高颗粒物大气背景

下气溶胶散射对 ＣＯ２ 浓度卫星反演精度的影响ꎬ构
建了适合我国大气的短波红外通道 ＣＯ２ 遥感反演

模型(陈良富ꎬ４１１３０５２８)ꎮ
(３) 空间数据组织与管理研究

在空间数据建模与可视化方面ꎬ提出了顾及空

间各向异性的径向基函数插值模型和插值方法ꎬ为
三维地理现象的空间分析提供新型、有效和可靠的

三维空间插值方法(盛业华ꎬ４１２７１３８３)ꎻ提出了地

理信息狭义无缝表达模型和广义无缝表达模型ꎬ实
现了动态多尺度广义无缝的几何表达 (朱欣焰ꎬ
４１２７１４０１)ꎻ提出了空间分异性的度量方法 ｑ 统计和

建立在空间分异性基础上的小样本制图方法(王劲

峰ꎬ４１２７１４０４)ꎮ 在地理计算与信息服务方面ꎬ获取

了城市路网结构对群体出行路径选择行为的影响因

子ꎬ设计了借鉴群体智慧且符合个体认知的出行路

径规划方法(陆锋ꎬ４１２７１４０８)ꎻ提出了普适计算环

境下多层语义位置模型层间关联映射方法ꎬ并用于

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室内位置定位与感知计算(尚
建嘎ꎬ４１２７１４４０)ꎻ构建了基于地理本体的地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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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服务理论与技术体系ꎬ实现地理信息服务的可

视化及自动分类、 发现、 匹配与组合 (王家耀ꎬ
４１２７１３９２)ꎮ

(４) 测量与地图学研究

提出了全新的基于公众地理信息和多轨数据的

三线阵相机几何检校方法ꎬ已成功应用于中国资源

卫星应用中心资源三号卫星地面数据处理系统(张
永军ꎬ４１３２２０１０)ꎮ 为 ＤＧＰＳ / ＩＭＵ 集成引入 ＣＣＤ 序

列影像、三维点云视觉辅助定位定姿ꎬ解决了 ＧＰＳ
遮挡失锁、ＩＭＵ 漂移时连续可靠和高精度定位定姿

问题ꎬ应用于室内、地下空间移动测图以及铁路和地

铁轨道高精度测量(胡庆武ꎬ４１２７１４５２)ꎮ 提出了联

合雷达摄影测量和干涉测量 ２ 种技术提取地表高程

信息的技术方法ꎬ初步建立了从高分辨率星载 ＳＡＲ
数据集中提取地表高程信息的处理流程 (张路ꎬ
４１２７１４５７)ꎮ 提出了一种基于 ＳＯＭ 神经网络的色域

映射方法及一种改进的色貌模型ꎬ给出了可提高地

图颜色复制精准度的完整地图色彩管理方法(吴明

光ꎬ４１２７１４４６)ꎮ 提出了基于 Ｗｅｂ 感知和符号句法

的在线动态专题制图模型与技术方法ꎬ建立了按需

选取式动态主动制图模式(任福ꎬ４１２７１４５５)ꎮ 提出

了 ＳＲＴＭ 高程数据辅助的超大范围卫星影像平面区

域网平差方法ꎬ解决了缺乏足够控制点时区域网平

差结果不可靠的问题ꎬ提出了基于标准色彩库的大

范围遥感影像自动化匀光匀色方法 (张永军ꎬ
４１３２２０１０)ꎮ
６.５　 污染物环境地理研究

(１) 污染物环境行为研究

建立了河口水体中纳米颗粒物的鉴别方法ꎬ胶
体相纳米颗粒物是水中抗生素的重要汇 (杨毅ꎬ
４１２７１４７３)ꎮ 建立了地带性土壤中天然纳米颗粒的

优化提取方法ꎬ表征了地带性土壤中天然纳米颗粒

的存量、形态及结构(徐建明ꎬ４１１３０５３２)ꎮ 明确了

磷—铁耦合是控制沉积物磷迁移和释放的核心机

制ꎬ基于薄膜扩散梯度原理发展了同步、高分辨获取

沉积物中 １６ 种目标物(磷、砷等 ８ 种阴离子和铁、
镉等 ８ 种阳离子)的被动采样技术ꎬ建立了原位评

价沉积物砷污染的新方法(丁士明ꎬ４１３２２０１１)ꎮ
从吸附点位能量分布的角度探究了碳质纳米颗

粒对有机污染物的吸附机制ꎬ明晰了有机污染物在

原始和羟基修饰的多壁碳管上的竞争和取代机理ꎬ
阐释了溶解性有机质的包覆对纳米氧化物吸附有机

污染物影响的机制(王喜龙ꎬ４１２７１４６１)ꎮ ＰＡＨｓ 与

可交换性阳离子容易形成“ ｃａｔｉｏｎ￣π”的络合形式ꎬ

直接影响着黏土矿物对 ＰＡＨｓ 的吸附和滞留ꎬ及其

在黏土矿物表面的光稳定性和光催化转化的可能性

(贾汉忠ꎬ４１３０１５４３)ꎮ 建立了自由氯氧化降解含氮

除草剂的动力学模型ꎬ发现母体逐步羟基化和氯取

代是 导 致 其 氯 化 降 解 的 关 键 机 制 ( 胡 晨 燕ꎬ
４１３０１５３６)ꎮ 揭示了天然有机、无机纳米颗粒及其相

互作用对污染物菲的增溶效应及对菲和五氯酚的吸

附特征(徐建明ꎬ４１１３０５３２)ꎮ
(２) 污染物生物有效性与生态毒性研究

对 ３１ 个省会城市污泥的污染物含量状况调查

发现ꎬ其高抗生素含量应引起高度重视(吴龙华ꎬ
４１２７１３２６)ꎮ 农田土壤和城市医院周边土壤中烟曲

霉分布广泛并存在抗药性菌株ꎬ戊唑醇等三唑类杀

菌剂可诱导烟曲霉等抗药性相关的 ｃｙｐ５１Ａ 突变ꎬ导
致烟曲霉的抗药性(虞云龙ꎬ４１２７１４８９)ꎮ 提出了溴

化阻燃剂(ＢＦＲｓ)土壤环境基准ꎬ发现无脊椎动物具

有指示 ＢＦＲｓ 污 染 的 生 物 预 警 作 用 ( 史 雅 娟ꎬ
４１２７１４８７)ꎮ 使用磁性纳米材料表面修饰技术制备

磁性全细胞生物传感器ꎬ结合细胞印刷和微流控技

术构建全细胞生物传感器芯片ꎬ实现了环境污染物

及其生态毒性的高通量、实时在线检测(张大奕ꎬ
４１３０１３３１)ꎮ 通过比较空气颗粒物的 ３ 种暴露途径

(呼吸、口部无意摄入和皮肤吸附)和饮食对儿童富

集多溴联苯醚(ＰＢＤＥｓ)的贡献率ꎬ确定口部摄入室

内降尘是儿童 ＰＢＤＥｓ 的主要暴露途径 (康园ꎬ
４１３０１５６３)ꎮ

(３) 污染物区域空间过程与生态风险

发现再生水灌溉会对土壤、地下水造成较大的

盐化风险ꎬ而地下水硝态氮的污染风险较小ꎬ开发了

再生 水 灌 溉 风 险 评 价 与 管 理 模 型 ( 陈 卫 平ꎬ
４１２７１５０１)ꎮ 建立了能够准确模拟不同环境条件下

水—沉积物中重金属(ＡｓꎬＣｒꎬＣｄꎬＣｕꎬＺｎ 和 Ｐｂ)行

为和归趋的反应迁移模型(张华ꎬ４１２７１５０６)ꎮ 长江

口及其邻近海域内沉积物脱氮过程受盐度、硫化物、
有机碳及氮等多种因素影响ꎬ反硝化、硝酸盐异化还

原为铵及 ＡＮＡＭＭＯＸ 分别贡献了脱氮过程的 ３８％
~９６％ꎬ３％~４５％和 １％~３６％ꎬ每年输入河口的大约

２５％外源无机氮可通过以上 ３ 个过程去除(侯立军ꎬ
４１３２２００２)ꎮ 结合各种湿地和水生态系统的面积ꎬ推
算了由 ＡＮＡＭＭＯＸ 反应产生的氮损失量(２.０ Ｔｇ Ｎ /
ａ)占氮总损失量的 １１.４％(祝贵兵ꎬ４１３２２０１２)ꎮ

发现喜马拉雅山脉南坡的冰川雪坑中黑碳的生

物质燃料的贡献占 ４６％ꎬ与南亚黑碳构成的比例一

致ꎬ高原中部冰川的黑碳也主要来自生物质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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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７０％)ꎬ而高原东北部冰川的黑碳则具有最大的

化石燃料贡献(６６％)ꎻ喜马拉雅南北贯通的山谷是

南亚大气污染物输入青藏高原的有效通道(李潮

流ꎬ ４１２７１０１５ꎻ 丛 志 远ꎬ ４１２７１０７３ꎻ 康 世 昌ꎬ
４１４２１０６１)ꎮ 利用青藏高原地区钻取的 ８ 支湖芯和

１ 支冰芯恢复了大气汞沉降历史ꎬ１５００—１８００ 年汞

沉降速率较低ꎬ而工业革命以来沉降速率逐渐升高ꎬ
尤其是二战以来ꎬ汞沉降速率急剧上升ꎻ二战以来喜

马拉雅山南坡湖芯汞沉积速率较北坡高ꎬ冰芯汞沉

积速率较湖芯低ꎬ二者具有极为相似的变化趋势

(康世昌ꎬ４１４２１０６１)ꎮ 建立了高分辨率、高精度、长
时序的若干部门中国汞排放清单ꎬ以此为基础探讨

了人为活动对汞排放的强度和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

及其演化规律ꎬ分析了华北和其他地区的汞外源输

入和内源排放(王学军ꎬ４１１３０５３５)ꎮ
６.６　 资源、环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构建了中国石油资源账户ꎬ对中国石油资源流

动过程及资源环境效应进行研究ꎬ揭示了由于石油

资源流动引发的资源效率和环境排放等问题的根

源ꎻ编制了石油资源流动过程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排

放清单ꎬ引入了复杂网络工具ꎬ解析了石油衍生产品

体系的网络特征并测算了石油资源生产率(成升

魁ꎬ４１２７１５４６)ꎮ 研究了气候变化条件下中国能源供

给安全的时空格局ꎬ揭示了气候变化与能源供给安

全、能源供给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ꎬ刻画了中

国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协同特征 (沈镭ꎬ
４１２７１５４７)ꎮ 基于国家间互动关系ꎬ构建了全球尺度

粮食供需过程模型模拟粮食消费变化ꎬ通过优化的

全球粮食系统模型研究全球尺度驱动因子变化对中

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及中国耕地政策的响应(崔雪

锋ꎬ４１２７１５４２)ꎮ 解释了中国战略环境评价(ＳＥＡ)实
施面临的难题ꎬ明确了 ＳＥＡ 进行理性评价时在价值

观和决策方式方面的要求ꎬ构建了 ＳＥＡ 的分析—协

商模式(包存宽ꎬ４１２７１５０８)ꎮ 基于生产者责任延伸

制度ꎬ针对电子废物跨省流动的规模和空间格局进

行估算ꎬ找到了定量估算非正式部门对电子固废流

的规模和空间格局影响的方法(童昕ꎬ４１２７１５４８)ꎮ
基于社会变迁研究思路ꎬ以四川汶川地震、云南姚安

地震的农村灾区为研究样区ꎬ构建灾区“时间—恢

复率”关系的恢复曲线模型ꎬ对震后长期恢复重建

过程进行定量化表达(王瑛ꎬ４１２７１５４４)ꎮ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冷疏影ꎬ 郑袁明ꎬ 赵小蓉ꎬ 等.２０１３ 年度地理学基金项目评审

与成果分析[Ｊ] .地球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８(１２): １ ３５７￣１ ３６９.
[２] 　 冷疏影ꎬ 郑袁明ꎬ 赵小蓉ꎬ 等.２０１４ 年度地理学基金项目评审

与成果分析[Ｊ] .地球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９(１２): １ ３９６￣１ ４０３.
[３] 　 冷疏影ꎬ 郑袁明ꎬ 王力ꎬ 等.２０１５ 年度地理学基金项目评审与

成果分析[Ｊ] .地球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０(１２): １ ３３０￣１ ３３８.
[４] 　 冷疏影ꎬ 郑袁明ꎬ 王力ꎬ 等.２０１６ 年度地理学基金项目评审与

成果分析[Ｊ] .地球科学进展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１(１２): １ ２５５￣１ ２６６.

１３３１第 １２ 期　 　 　 　 　 　 　 　 　 　 　 　 冷疏影等:２０１７ 年度地理学基金项目评审与成果分析　 　 　 　 　 　 　 　 　


